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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版①） 办报难，难在找到一

个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有能够把握正确
舆论导向的总编辑。我幸运的是我找到好友
潘志光先生。他是我多年挚友，知根知底，更
重要的又是具备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原先

搞过新闻工作，能把握好办报纸的正确舆论

导向。这让《如意报》创办 20年来，健康发
展，办得活跃，办得可读可学可鉴，这与潘志
光先生呕心沥血，逐字逐句编辑审核并撰写

文章精神分不开。故在企业报的同行中，《如

意报》每年被评为“宁波市优秀企业报”，潘

志光先生功不可没也。

借此，我除了感谢潘志光先生外，还得
感谢各级领导对《如意报》的关心和指导，

感谢广大作者和通讯员热情投稿。同时感谢

广大读者对《如意报》的厚爱，让《如意报》

今后越办越好，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留下历
史印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让百
年如意留下光辉的文字记载，让百年如意永

远称心如意。

（上接 1版③） 透过这个窗口看到如意
公司是如何兴旺发达起来的：1998 年产值只有 1

个亿，2014年近 8. 5个亿；荣获“全国重合同守信

用三Ａ企业”、“全国出口免验企业”、“中华慈善

突出贡献奖”、“国家驰名商标”、“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等荣誉。

透过这个窗口，许多消息涌来：公司董事长

储吉旺荣获中国优秀民营企业家、全国优秀退伍

军人、中华慈善奖、中国工业车辆“终身贡献奖”

等荣誉，多次随习近平、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出访；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宣传储吉旺

先进典型和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

《求是》杂志、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新浪网等全国数百家主流媒体宣传储吉旺先进

事迹；国家民政部决定，以艺术形式宣传全国典

型储吉旺———拍摄长篇军旅题材电视连续

剧———《战友》，以全国优秀退伍军人储吉旺为

原型，讲述储吉旺和几位退伍军人的创业历程和

奉献精神；储吉旺受邀登上欧亚经济论坛；储吉

旺 5次受邀登上北大讲台；储吉旺和公司总裁朱

爱芬一起在央视 2套“经济论坛”谈企业管理和

发展；公司总经理储江的前瞻意识、先进的经营

理念、外贸业绩逐年飙升，一次次率团参加欧美

国际大型展会和增补为县政协常委，并接受《中

国画报》、《中国储运》杂志采访等。

透过这个窗口看到：员工众志成城，抗击金

融风暴；2008年 5月 19日 14时 28分，全体员工

在公司大会堂向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默哀三分

钟，然后自发地向灾区捐款 273 万元；员工中的

全国和省、市、县劳模先进事迹与公司先进工作

（生产）者及广大员工的拼搏进取的精神风貌；

如意的企业精神、人才观念、质量意识、凝聚合

力、慈善精神、如意文化；一年一度举办敬老茶话

会的欢乐场面等等。

透过这个窗口分明听到：省政协原主席王家

扬同志与杨象富老师说的话：“多年来，《如意

报》的重要文章我都看（由秘书读）。储吉旺，农

民的儿子，白手起家，没有背景，波折介（很）多。

今天很有名了。不容易，不简单！代我向老校友储

吉旺问好。”

透过这个窗口看到：在 2006年全党学习“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育中推出了潘志光 1. 5万

字《沈书记，你永远活在宁海人民心里》的长篇

通讯，反响很大，反映很好。许多老同志自觉地组

织学习与座谈，甚至连市农委也组织干部学习与

座谈。老同志的学习精神的反馈又促进公司党员

和员工们更加敬业爱岗，把本职工作做好。

在 17年中，《如意报》的副刊得到了全国和

省、市、县著名作家、诗人、学者与本公司员工及

广大读者的支持，“西林园”柳丝飘绿，郁郁葱

葱。

《如意报》得到了主管领导和各级领导、专

家与广大读者的认可。先后被评为“中国百佳优

秀企业内刊”，名列第 7；“宁波市民族精神与企

业精神宣传教育活动”中，被评为 6家优秀企业

报之一，并名列榜首；每年被宁波市文化新闻出

版局和宁波市企业报协会评为“宁波市优秀企业

报”。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如意报》虽是一张 4K

月报，但要把它办好，实在不容易，限于编者水

平，还有许多问题。

处于同一时代背景下的企业，其文化有许多

共性。但不同的企业又有着各自独特的文化。全市

的企业报如雨后春笋，单是省新闻出版局批准出

版的就有 160多家。我们要向兄弟报学习他们的

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

“公司如意我如意，满江春潮向东流。”明天

的如意公司会更上一层楼，再铸辉煌。我相信《如

意报》在主管领导和各级领导与公司领导的关心

和重视下，有广大员工和广大读者的积极参与，

有全国和省、市、县作家、诗人、学者的支持，《如

意报》定会比过去办得更好些。

（上接 1版②）200期的办报历

程，办出了成绩，办出了经验，办出

了特色，通过不断提升、优化、创新

的办报手法，通过不断策划、采写的

新闻专题、专页和专栏，把报纸新闻

宣传的内容，不断推向一个个高潮，

为宣传企业正能量和企业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出一个个崭新

的高度。由此可见，《如意报》成为

宁波企业报中的佼佼者，成为年轻

的企业报办报人的学习榜样，也就

不足为奇了。她的“生日”，当然成

为了全体读者和熟知她的新闻界朋

友们互相庆贺、互相学习、互相提高

的共同“节日”了。

笔者在六七年前的一次全市性

企业报新闻点评中，就已经注意到

与众不同、颇有特色的《如意报》。

当时我写道：“宁海历来是名人辈

出之地，一方水土养育了一方人才。

《如意报》的主编潘志光先生，原先

搞过新闻工作，是诗人，书法也很

好。他主编的报纸，整体编辑水平比

较高，编校文字差错也相对比较低，

而且涌现出不少编排有质量、有特

色，有较高水准的好新闻、好版

面。”我在这次点评的另一段专题

分析中又继续写道：“又如宁海的

《如意报》，他们的董事长储吉旺人

称‘儒商’，能在这样的‘儒商’老

总指导下办报，《如意报》处处充满

着儒雅的文化气息，就毫不奇怪了。

你看他们的副刊《西林园》，用产品

商标名称作为报纸副刊的刊头名，

这本身就是一个奇特老到的创意。

再由主编潘志光用遒劲有力的书法

把《西林园》三个字写得神采飞扬，

呈现出一派翠竹摇拽、鸟语花香的

江南园林意境，给人以丰富的想象。

《如意报》的副刊版，既有随笔、散

文、诗歌，又有图片、书法，活脱脱地

生动传递了‘如意人’的儒商文化；

再加上他们优雅的副刊版式，更使

读者不断享受到如意集团浓郁的企

业文化气息。”

现在看来，当年的这些点评，还

稍显肤浅了一点。但至少说明，六七

年前的《如意报》早就已经在宁波

企业报中很有名气；第二说明，如今

的《如意报》更加成熟，新闻分量更

重，新闻专题更多，新闻副刊更好，

办报质量更加优秀了。更令人称赞

的还在于，《如意报》还在繁忙的办

报实践中逐步形成正确使用人员、

培养人员、输送人才的特殊机制，这

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正是企业发

展所需要的。

在这庆贺 200 期的喜欣时刻，

我们更加感谢储总，感谢《如意报》

的全体办报人，你们的经验，为其他

企业报办报人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机

会；你们的努力，为宁波企业报开了

个不断提高、持续进步的好彩头！

衷心祝愿《如意报》再接再厉，

继续努力，在第二个 200 期中再创

辉煌！

（作者系《宁波日报》高级编

辑、宁波市企业报协会顾问、《宁波

大爱》杂志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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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草木露芳容
———祝贺《如意报》出刊 200期

● 姚振发

题目是借用储总《游未名湖》一诗中的一句，以此祝
贺《如意报》出刊 200期。用草木，来比喻《如意报》，乃

我心中所想。《如意报》在漫长的历程中，也是年年、期期
露芳容的。

储总的诗是在第 4 次赴北大讲课时有感而发的，其
实在储总身边也有一株“小草”，这就是《如意报》。在报

林中，她也许并不起眼，但她的累累果实是有目共睹的，
也如未名湖畔“舞动的杨柳”，“结子的腊梅”那样鲜艳

夺目。
在新媒体冲击下，《如意报》长期坚持，屹立不动。像

“小草”那样有股韧劲。凭什么？就凭那种对文化的虔诚，
对信念的执着，对员工的精神关怀，才使报纸办得生气勃

勃，日新月异。

文字是可以跨越时空的，它会传之久远。《如意报》

就是文化宝库中的一份“如意家谱”，一份宝贵的精神财
富。

为“小草”鼔掌，为《如意报》点个赞！

（作者系《浙江日报》原部主任、高级编辑）

如意报庆说“如意”
———贺《如意报》200期

● 张登贵

闻《如意报》创刊满 200 期，可喜可

贺。

《如意报》每期赠我一份，认真阅读

十来年，回首顿悟：报名“如意”，颇具深

意。

“如意”何意？合乎心意也。合乎谁们

心意？

一曰合乎领导心意。每期在一版醒目

位置刊发简明时政，传递国内外政治、经

济信息，展现企业高管思路，引导公司在

风浪中安然前行。

二曰合乎员工心意。公司发展，员工

是根。“企业长廊”，员工主角。交流心得，

激励先进，凝聚人心，同舟共济，推动企业

不断迈上新台阶。

三曰合乎文人心意。老总和报人深爱

文化，或耳濡目染，或亲力耕耘，诗词、散

文成《如意报》一大亮点。厂内文青在此

练笔，周遭同好美文奉献，“西林园”竟为

县域一清朗雅地。

四曰合乎老人心意。储总敬老，真诚

热心，汇聚一帮“老花眼”，畅叙旧情，指点

今朝，激扬文字，不弱当年，其乐融融之

间，播散人生至理。

五曰合乎外人心意。一份企业报，内

部赠阅一千余，厂外发行近三万，出人意

外，该是奇迹。此缘何来，称心如意。

一份小报，能让领导、员工、文人、外

人、老人满意，实属不易。

羊年即至，作为《如意报》的老朋友，

特送上诚挚祝福，愿《如意报》期期如意，

如意员工人人如意，如意公司岁岁如意。

（作者张登贵笔名张弓，系著名评论

家、《宁波日报》原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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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

月 29日，《如意

报》被宁波市企

业报协会评为

“2013-2014 年

度宁波市优秀

企业报”。主编

潘志光被评为

优秀办报人。从

2007 年 设 立

“优秀企业报”

奖项至今，《如

意报》每届都被

评为“宁波市优

秀企业报”。

自 1999 年

创刊以来，《如

意报》始终坚持

正确舆论导向，

在树立企业形

象、传播企业正

能量、宣传企业

精神中起到鼓

劲作用。

（崔怡婷）

百尺竿头 再书辉煌
● 宁波市企业报协会副会长
奉化市《滕头报》主编 康良岳

《如意报》是一家文化底蕴深厚的报纸，不仅内容丰富

多彩，文笔优美精炼，而且图文和谐协调，版面整洁大气，颇

能吸引读者眼球，使人有情可看，有意可悟，有文可赏，有味

可品。《如意报》极具地方个性特色，突显儒家文化风范，是

企业报同行业界中的佼佼者。《如意报》妙笔著华章，甘露

润桃李，是一座培养锤炼青年一代的熔炉。《如意报》宣传

企业文化，弘扬企业精神，激发员工干劲，是宁波如意股份

有限公司发展路上的“助推器”！

今日喜迎 200期，明朝风光更靓丽。祝《如意报》百尺

竿头，再书辉煌！

《海通报》贺《如意报》出版 200期
● 宁波市企业报协会副会长
慈溪市《海通报》主编 张兴涛

如意报犹如一颗种子，她根植于宁海文化这块沃土，经编

委的辛勤耕耘和浇灌现已成为宁波企业报界的常青树，恰似

长虹贯日双百贺春秋。

贺《如意报》出刊 200期
三十载“西林”美誉全球，

两百期“如意”书写春秋。

余姚市《舜宇报》编辑部
二 0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贺《如意报》200期
● 陈 春

峥嵘岁月十七年 凝成珠玑撒人间
如意文化由此出 天下文脉一线牵
播洒友谊四海闻 颂扬西林五洲传
商海浮沉多惊浪 我自扬帆达彼岸

（作者非如意公司员工读者）

贺《如意报》200期
《如意报》编辑部：

我是叶如意报曳的忠实读者袁每期必读袁从
第一期开始到现在袁从不间断遥

黄谈仁
2015.1.28

（作者非如意公司员工读者）

技
术
角

最新工业车辆术语（续）
荫 公司常务副总 冯振礼

2.9
三向堆垛式叉车 Lateral - and

front- stacking truck
可在车辆的前端及两侧进行堆

垛或取货的高起升堆垛车辆遥
注院 窄通道用三向堆垛式叉车

由轨道进行机械引导或由电缆感应
引导遥

2.10
拣选车 Order-picking truck
操作台随平台或货叉一起升降 ,

允许操作者将货物从承载属具上堆
放到货架上袁 或从货架上取出货物

放置在承载属具上的起升车辆遥
2.11
插腿式叉车 Straddle truck
带有外伸支腿袁 货叉位于两支

腿之间袁 载荷质心始终位于稳定多
边形内的堆垛用起升车辆遥

2.12
托 盘 堆 垛 车 Pallet stacking

truck
货叉位于支腿正上方的堆垛用

起升车辆遥
2.13
托盘搬运车 Pallet truck

装有货叉的步驾式或乘驾式非

堆垛用起升车辆遥
注院起升高度不超过 1 m袁符合

人类工效学原理用于拣选货物的车

辆为托盘搬运车遥
2.14
平 台 搬 运 车 Platform and

stillage truck
装有载货平台或载

货架的步驾式或乘驾式
非堆垛用起升车辆遥

（待续）

储君吉旺邀我和一批文友，去看

油盐寺。油盐寺在宁海越溪王干山上。

这个寺名有点特别，有点新鲜。大
凡寺院取名或与禅意有关，类似妙相

呀，广德呀，宝莲呀等等；或与当地地
名有关，或山、或水、或村庄。而这个寺

院竟取名“油盐”，莫不是与百姓日常
所需的柴米油盐有关？

说笑间，便到了王干山。

王干山真是一派风光！站在油盐
寺前，视野开阔，目穷千里。一片沧海
桑田在暖暖的冬阳之中，蒸腾着雾气，

隐隐绰绰。港湾，海涂，岛屿，水田，水
汪汪的，银亮亮的，散发着活泼而清新

的生命气息，让我眼前一亮。年轻时，
也曾来过王干山，没有这样的感受。竟

然还有这样一个好地方，让我这个宁
海人不由生出相逢恨晚的心情来。

这里便是三门湾，便是闻名的双
盘涂。当年，围海造田，县里一位负责
人专门邀我来工地参观过。想不到才

十几年功夫，一片原始的茫茫海涂，已
是满眼蓬勃生机。养殖、种植，水网连
片。真是星移斗转，沧海桑田，换了人

间。现在，王干山已经被县里开发成一
处旅游景地，游人络绎不绝。有一句广

告词说得十分传神，词曰：“观东海日
出，看沧海桑田”。如是也。中央电视
台在做“日出东方”专题栏目时，还专

程来到这里，拍摄了东海日出的壮美
风光。

现在，让我们转过身来，面对油盐
寺。寺院格局不大，正在扩建，一片忙

碌景象。令我们惊叹的是，寺院后面山
上的三组巨石，犹如横空出世，兀然而
立，如劈如削，如凿如雕。其造型奇特

而醒目，一似中国画里的枯墨皴成。这

又让我眼睛一亮。三组巨石，成了王干

山独特的一景，可谓标志性的景观。真

是天造地设，天工造化！天下妙景总是

给观赏者发挥想象的天地，你说这三
块灵石像个什么呢？什么都可以想象，
全凭着你的聪明才智。储君说，最合适

的莫过于“西方三圣”了。有了这“三

圣”坐镇，油盐寺可以香火鼎盛，名声

远播。

油盐寺便座落在这样一个奇妙的
境地里。你不能不想到“得天独厚”这

个词。然而，我总觉得还缺少一点什
么。它还有更深的文化涵意吗？

储君一笑，指着寺院旁的一块巨

石，说这就是文化。我们这才发现，寺
院内卧着一块巨石，呈椭圆状。上有缝

隙，深深浅浅，凹凹凸凸，有些岁月了，
犹如一位老人脸上的沧桑。储君给我

们说了这块巨石的来历：

据清光绪《宁海县志》记载，油盐

寺原名崇寿寺，建于北宋乾德二年，后

又改为延寿寺，已有千年历史。而民间
流传的故事，似乎比这样的记述还要

早一些。唐朝年间，天台国清寺有一僧
侣名王干，渡海去普陀拜佛取经，回来
途遇风浪，狂风巨浪把他的小船搁浅

在这里———时称石头山下的海边。王

干上山一看，竟有如此妙境，于是就在

这石头山的三组巨石下建了一座寺
院，人称石头寺。

在石头寺的日子很清苦，没有油，

也没有盐。不单寺院里没有，附近村子
里的百姓也吃不上。王干常常跋山涉

水去国清寺取来油盐，供当地百姓食
用。

一天深夜，寺院旁的那块巨石突
然发出声音来，王干好奇，起来一看，
只见那石头缝里竟然流出油盐来，一

左一右，油是香的，盐是银白的。王干

好开心呀，这是佛祖赐予我的，赐予百
姓的。

石头寺的名声由此响亮起来。

几十年后，王干老了。取油盐的活
儿传给了一个小和尚的身上。小和尚
不肯每天半夜起身，而油盐又总是限

量的，涓涓滴滴，流到拂晓时分，自动
停止，数量只限三瓢。小和尚便瞒了师

父，拿了钢钎和铁锤，叮叮当当，把洞
口凿得比碗口还大。他想何不多取些
油盐呢。

结果呢，洞口大裂，从此不再有油
盐流出了。

当地百姓，为了纪念王干和尚，就

把石头山改名王干山，把石头寺改为
油盐寺。

这就是王干山油盐寺的来历。一
个意味深长的民间传说纪念着一个

人，一种品德；也批评着另一个人，另

一种品德。真是一个好故事。它警示人

们，勤劳和清廉是一种美德，千古传
颂；而慵懒和贪婪则为我们所不齿。我

心里一颤，不禁有些感动。油盐寺因此

而变得深邃起来了。它前有沧海桑田，

后有“西方三圣”，内蕴朴素而深刻的
哲理，可谓三绝。一个寺院，有此三绝，

也就足够丰瞻了。

不知是谁，为此撰了一副联，联

曰：
王干来天台，登普陀，留此寺，多行善；
油盐出石间，取所需，惠百姓，别贪心。

这副联简单明了，易懂易记，意义
深长，如今挂在大雄宝殿的两旁。当

然，联上没有标点，是我加的。

王干山如今已经开发成初具规模

的景区了，用坚固的木条制成的七百
米栈道让游人绕山一周，一步一景，尽
兴流连。而油盐寺则是王干山的精灵

所在，不单是因为有很美的景致，还有
心系寻常百姓所需要的油和盐，以及

如何取得油盐的人生启示。

·老同志茶座·

油 盐 寺
荫 杨东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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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 月 23日，董事长储吉旺应邀赴北京参加“智

慧开启思想，思想凝聚力量”为宗旨的第六届中国企业家智

库峰会。此次会议聚集了 30余名国内各类专家，围绕“新常
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与未来”、“企业如何传承”以及“中国
文化与企业文化”等内容展开交流。董事长储吉旺表示企业

要想再发展，老的一定要退下，新人要传承，这样企业才能做
大做强做久！

（陈嫣婷）

董事长储吉旺赴京参加
第六届中国企业家智库峰会

毛泽东每天睡几个小时，连他

身边的警卫都没办法给出精确统

计。在值班日志上，警卫们都是以

“周”为单位计算他的睡眠时间。
公开报道披露，“毛泽东一周睡眠

不超过 30 小时，有时睡了 35 小
时。大家还喝酒庆贺。”我们用国内

公开报道中提及的数字。来解读毛
泽东、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朱

德，还有蒋介石这六个手握权力的
政治历史人物的日常生活。

毛泽东每个月花 1／4的工资买香烟
在专列上的日子超过 2148天

毛泽东等人的工资常年固定
在 404．8元，毛泽东会花掉四分
之一的工资买烟———他每天要抽

50根烟。

邓小平的烟瘾与毛泽东相当，
他每天要消耗两包熊猫香烟，“文

革”生活困难时期，邓小平也抽过
价格便宜的前门香烟，但还是一天

两包。邓小平晚年时，烟厂为他生

产过一种过滤嘴超过 5 厘米的香
烟，希望达到控制邓小平吸烟的效

果。刘少奇一直抽前门香烟，家里

老小十几口人，开支大。毛泽东、周
恩来都曾送过好烟给刘少奇，刘少

奇都只是闻一闻。他说，“不是不想
抽好烟，是怕自己上瘾，上去容易
下来难”。

周恩来平时不抽烟，但抽起来
也很厉害。人们发现总理办公室的

两个烟灰缸上，一晚上就堆满了烟
灰———当时他正在写检查。朱德则
被迫在政治局开会时吸 “二手

烟”，他会在暂时独自离开会场时
嘀咕说，呛得人受不了。

毛泽东曾 72 次乘坐专列，共

在专列上工作和生活了 2148 天，

累计起来有 5 年 10 个月零 22 天

的时间。

周恩来的酒量：2. 5~3斤
六人当中，酒量最大的是周恩

来。相关资料提到，红军路过茅台

镇时，“据周恩来自己说，那一日，

一两多的酒杯，他就喝了二十五
杯，这样算来，周恩来的酒量在二

斤半到三斤。”有时候警卫为了让
周恩来休息，就用办法“骗”周恩
来喝酒。一次两人喝了四瓶白酒，

周恩来终于好好睡了一觉。

邓小平也有饮酒的习惯。每餐

两到三盅。为了省钱，夫人卓琳曾

用“五粮液”兑一半北京的“二锅

头”给邓小平混着喝。

卫生间成周恩来第二办公室
去世前每 40天动手术一次
周恩来每天早上有许多政务是

在卫生间处理的。据相关报道说，周

恩来进卫生间后．有时坐在抽水马
桶上就按电铃，把值班秘书叫进来，

向他报告一天的工作安排。

有时候，他叫人(多半是周恩来
熟悉的老部下) 到卫生间来汇报工
作，交谈的时间是几分钟，也可长达

几十分钟。所以，西花厅的卫生间就
成了周恩来的“第二办公室”。

自 1974 年 6 月 1日住院做了
第一次手术，到 1976 年 1 月 8 日

逝世，周恩来共做了大小手术 32
次，平均 40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

美国人为邓小平准备的 “礼物”
———1000只痰盂

1979年邓小平访美，时任美国
总统卡特不知听谁说邓小平时常

要吐痰，便特意派人订购了 1000
只黄铜痰盂，摆在白宫内。

蒋介石掐着时间喝水
蒋介石外出一定要带上两个

保温杯，一杯开水，一杯温水。蒋介

石每隔 20 分钟左右就喝一次水，

身边的侍卫每隔 20分钟就帮蒋介

石兑一次水。

（摘自《壹读》）

本报讯 近日，为庆祝公司成立 30周年，如意举办书画
笔会活动，来自宁海书画艺术界的 25位书画家集聚一堂，挥

毫泼墨，点染丹青，现场完成了 59幅书画作品。

董事长储吉旺表示举办这次书画笔会活动是为本地的书
画家展示才艺提供一个平台，更好地促进书画艺术的交流，弘

扬书画艺术，促进如意企业文化的发展。
（小 崔）

如意举办书画笔会活动

本报讯 工会主席徐臻日前代表如意公司慰问县消防大

队和香花山雷达部队，为官兵送去了被子，并向他们表示新年
的问候和祝福。

（陈嫣婷）

寒冬送温暖，军民一家亲

本报讯 2014年袁面对复杂严峻的外贸形势袁如意公司
顶住了空前的压力和困难袁 经受住了各种考验袁 实现出口额
9501万美元袁排名位于全县进出口企业第三名遥 全年总产值
达 8.4亿袁比 2013年增长 13.5%遥

（张 姗）

如意实现出口额 9501万美元

本报讯 近日，如意公司赞助宁海中学学习方法交流手

册印制。每个学生人手一册，并作为高中学习、生活指南。

（张 姗）

如意赞助宁中学习方法手册印制

·诗留踪迹·

甲午腊月北京雁栖湖参会
● 储吉旺

雁栖湖中雁难寻 屋外飘霰有白绫

汉唐京城藏娇屋 秋水落霞塔外亭
元首相聚改天地 权贵举杯费尽心
门內如春夜巡视 独伴冰雪到天明

2015. 1. 23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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